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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深一度

加强教育公平、加速“双一流”建设……代表委员发出“教育好声音”

建议增加河南博士生招生名额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也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话题。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20年

要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优化投入结构，让教育资源惠及所有家庭和
孩子。

加强教育公平、加速“双一流”建设、加快招考制度改革……立足河南、放眼全国，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
委员围绕高等教育均衡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发出自己的“教育好声音”。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目前我省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
高层次人才支撑和自主创新能力严重
不足。如何破解这一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建议教育行政
部门充分考虑河南落实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
家战略的迫切需求，加大对河南省研究

生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对拥有传统
优势、支撑国家战略的河南省特色骨干
大学大幅度增加博士授权点，对具有发
展潜力的河南省本科高校大幅度增加
硕士点，使其每千万人口具有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点的高校数量与全国平均水
平看齐。另外，在研究生招生计划上给
予更多倾斜。建议以教师培养能力为
依据，大幅度增加河南特色骨干大学的
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大幅度增加河南

本科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对此，宋纯鹏也表示赞同和支

持。他表示，河南的博士生招生规模
无法满足学科发展需要，建议以研究
生扩招为契机，参照“部省合建”模式，
单列地方“双一流”高校博士研究生招
生指标，综合考虑学校整体办学规模、
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数量等因素，增加
其博士生招生规模，以满足其学科发
展和学校整体发展的需要。

改革硕士招考模式
减少对本科阶段
学习影响
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

研究生是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有机衔接的三个阶段。新高考
制度改革和博士研究生招生改
革已经启动并逐步扩大范围，
与之相比，硕士研究生招考制
度改革相对滞后，且现行制度
对本科教学秩序客观上形成强
大的冲击，使高水平人才培养
体系不尽完善。张改平提出，
改革硕士招考制度、完善高水
平人才培养体系。

筑基固本是高水平人才培
养体系的基本要求，本科教育
居于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是
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基础。由于硕士研究生初
试一般安排在 12月份，应届本
科考生不得不在大四第一学
期就把时间和精力几乎全部
花在复习备考上，严重影响本
科阶段专业课学习和知识结
构的完善。不少学校为了追
求就业率或考研率，为考研学
生开绿灯甚至考试“放水”，一
些院校在本科教学管理上也
为学生备考让路。张改平提
出，统筹考虑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与本科人才培养的有机
统一，进一步优化初试、强化复
试，构建“国考+校试”的两段式
考试模式。

建议“国考”面向大三大四
以及符合条件的社会考生，可
安排在 9月第一周周末举行，
方便学生利用暑假时间备考，
考试合格者将获得合格证书，
有效期 2~3年。建议校试将参
加对象确定为大四学生及符
合条件的社会考生，笔试、面
试联考，可安排在每年 3月的
周末，方便学生利用寒假时间
复习。其中，笔试主要考核学
生的学科基础和专业能力，面
试主要考查考生综合素质与
能力。

“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公布已近
三年，打破身份固化的限制后，一批进
入“国家队”的地方高校抢抓机遇，入选
学科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并带动学校整
体快速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全国政协委员、河
南大学校长宋纯鹏表示，地方“双一流”
高校的发展质量直接影响着“双一流”
建设重大国家战略的推进成效，建议统
筹谋划，释放更多的政策空间，推动这

部分高校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双一流”建设旨在优化高等教育

资源配置，推动地方高校发展，缩小高
等教育区域发展差异，从而带动全国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整体提升，促进教
育公平。但是，受办学经费拨款体制、
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地方经济发展水
平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地方“双一
流”高校面临着不少发展困境，如办学
经费不足、高层次人才匮乏等。

宋纯鹏建议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加
大对地方“双一流”高校的宏观指导，
研制指导性和约束性政策，激励地方
政府加大对这部分高校的经费投入力
度，出台实施专项重大扶持计划，整合
资源重点支持。另外，将地方“双一
流”高校纳入教育部管理序列，参照教
育部直属高校管理模式，使其参加教
育部直属高校的相关活动，享受相关
政策待遇。

加大中西部
高校支持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

委书记卢克平建议，把高等教育
的均衡化发展上升到国家治理的
高度统筹考虑，推进教育公平。

“中西部地区在重点实验
室、重点学科专业、高层次人才
等方面与东部发达省市差距明
显。”卢克平表示，当前高等教育
发展不均衡带来一些问题。我
国基础教育的责任主要由省级
人民政府承担，而高等教育的均
衡化发展则需要由教育部来统
筹推进，建议把高等教育的均衡
化发展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
统筹考虑，从四大方面发力：加
大对中西部高校的支持力度，建
设若干个特色高校；逐步实施高
考招生指标依据报考人数，按比
例分配；在中西部地区新建若干
所高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
才培养的需要；对中西部地区民
办高校给予优惠政策，鼓励其发
展壮大，形成有益补充。

支持地方“双一流”高校发展

加大河南研究生教育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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